
It 
;，圳

陆
仰

11 
盐 1丁

、"颈
、 !~l ( J( 
粮 11\ 量
由幽 1t

们 't ft 
￥~、+
匹iI'i

Itl ~ 
堪止5
~ (/、富
嚣 j"J
哥
哥
南
量5
4丁

业

M
r
h小
以
·
川
为
大

k
v

泊
-

人
况
，
以
义
制
例

·

终
成
牛
弘
仪
州
川
附

』
-
z
∞
目
》
Z
C

苟
同
〕白
k，
-
Z
M
KF
Z

i句
,t 

创
边
，
l

商
业
酷
迫

主
编
刘
建
生

副
主
编
刘
成
虎

山
西
出
版
传
媒

集
网
山
西
教

育
出
版
社

郭
三
娟
著



郭
a

J a

烟
者

山
西
出
版
传
媒
集
团

山
两
教
育
出

版
针

主
编 \ 

冉
一
不
儒
重
教

编
划
成
虎
岱U

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崇儒重教 / '郭三娟著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 2014.6 
( 普商五百年 /刘建生主编)

ISB N 978一7-5440-5159-0

I ①崇… H ①郭... 皿 ①晋商 -商业文化 史和t N ( F2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 5792号

普商五百年·崇儒重教
)INSHANG WUBAI NIAN Cr,onqru ZI1臼飞'JI 2.0

出版人雷俊林

选题策划张沛f5l 杨文

责任编辑杨 文

复 审郭志强

终 审张沛ì~l

装帧设计X1J志斌

内文排版温芳

印装监制郭勋贾永胜

图片统筹刘志斌

摄 影薛 菲王永伟刘志斌

梁铭荣浪等

特别鸣谢北京晋商博物馆

支持单位北京晋商博物馆 山西省博物院

太原晋商博物馆 山西财经大学晋商博物馆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水面门衔馒头巷7号电话 0351-4729801 邮编 030002 ) 

印 刷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印 次 2014年 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l次印刷

开本 787 x 1092 1116 

fn 张 14.5

字 数 2 10千字

印数 1-5 ∞o册

书号 ISBN 978-7-5440-5159-0 

定 价 39.80元



康熙皇帝说"今联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

著者盖寡。"

一一《清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卵条

怕 11. 们币 '11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山右积习 ， 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

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青吏。至中材以下，方便之读书应试。"雍正

帝在其奏疏上"朱批" "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

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联所悉知。"

一一 《雍正朱批谕旨 ~ ，第四十七册，雍正二年五月十二日朱批

q. 如 Ip 'D !Þ 'IJ 

在海外十余年， 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

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一一梁启超《在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 , 1912年

也 a. i!l Ij:ì 啪咱，

平阳、泽、路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一一王士性 《广志绎 》

I，~ '.'tJ 驭。0' n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一一谢肇湖《五杂组》

'伽 t子‘{. 句 i~1 伪

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

一一 《清朝文献通考~ ，卷十八



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甫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

营人有过这样→段评论"我不知道我能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像我相信中

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

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一一渠绍森《晋商兴盛溯源》

" 

中国商贾凤称山陕，山陕人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

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实也。

一一清代外交家、首任驻英公使郭者焘

川 "

需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

位新娘更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

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

华尔街"。

一一-罗比·尤恩森《宋氏三姐妹》

在上一世纪 (19世纪一一编者注)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

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

(20世纪一一编者注)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

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

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一一余秋雨《抱愧山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未曾消逝的风华

(代序)

三晋大地是孕育中华民族的热士。距今180余万年前，山西医河西侯

度出现了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人类。许家窑、丁村、峙峪、北

撒……山西几乎保留了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的所有遗存。从那时起，

山西曾一度是中华文明的代表。

隋代，雄踞太原的李渊成为天朝大国新的主宰，太原也因此成为大唐

帝国的北都。 唐代的三晋是一个文化昌达、名人辈出的地方，王维、柳宗

元、狄仁杰、河东裴氏……一个个镜刻在青史上的名字，推动着唐代文化

登峰造极。当鼎盛的铅华在四起的狼烟中悄然褪尽，宋太宗的铁骑踏过黄

河，刘汉王朝灰飞烟灭之后，连年的战火、无休止的争斗，李唐盛极一时

的河东文化似乎真的随着太原城那场人为的大火飘零没落了。

有人说，唐代以后的山西乏善可陈，科考不利、文化名人匮乏，山西

的文化凋落了，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时代变革 、 文化演进的浪潮中， 山

西扬弃旧腐、推陈出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变迁方式。 1 7世纪

以降，在风云诡诵的世界形势中，经济实力成为决定国家兴衰至为重要的

因素。当西方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中国依然沉浸在义利之辩

中无法自拔时，被梁启超先生"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的那些"胡服辫

发"的山西商人又一次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群体……时任德国柏林大学校

长的李希霍芬男爵曾评价说，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

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字意识和金融才华"因此"中国人好

比犹太人，而山西人更像犹太人"。

晋商从默默无闻的引车卖浆者逐渐发展成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

豪商巨贾，纵横搏闺五百余载，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他们凭着敢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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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的精神，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 他们柑风沐雨，远渡重洋，

北至西伯利亚 、 伊尔库茨克，南抵香港、加尔各答，东到神户、大阪、

横滨、仁川 1 ，西涉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业务涉及盐、茶、粮食、布

匹、典当、票号等诸多行业，以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创造

了一个个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 我们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同仁曾循

着晋商的足迹赴东癫，到欧美，北上恰克图、海参威收集相关史料。 大

家无不为昔日晋商"劈开万顷波涛，踏破千里荒漠"的那种艰苦创业、

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折服。尽管晋商在清末战乱中逐步走向衰败，商业和

金融业态的转变使之无法承担起信用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庞大交易费用，

但他们并没有化作历史的尘埃随风飘逝，其遗留下来的丰富的物质和精

神遗产，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

站在平遥、太谷、祁县等吉老县城的街道，放眼望去，掩映在夕阳

余晖中的是一座座明清晋商的豪宅大院、孕育着郁郁生机的老街，还有那

商号店铺的门帘随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不停地摆动，像少女头饰上随风摇曳

的流苏。 熙攘而恬静，喧嚣而自然，建筑和人交相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

时间上的错觉。 思绪的穿越，把我们带回到清代，街面上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票号柜台上眼镜戴在鼻尖上的掌柜、镶满铁钉的大门、被缰绳磨得发

亮的花岗石拴马桩·…..使我们抑制不住钩沉旧事的冲动。

每处遗存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件古物都有着鲜为人知的传说。 发现

故事讲给世人听，是三晋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因此，我们会集山西大学

晋商学研究所以及经济、历史、教育、体育等学科从事晋商研究的多位学

者，擂掠多年研究成果，从晋商盐帮、茶商 、 典当、票号、镖局、会馆、

家族、大院、教育，以及走西口、粮油故道、保晋公司等入手，通过点滴

历史事件，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向读者展示明清晋商的不同侧面，以期

雅俗共赏，弘扬中国传统商业文化。

~J步合
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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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J 吕

"晋商一个并不为世人陌生的概念。

近几年，晋商研究成果颇丰，尤其是《晋商票号~ ~乔家大院~ ~白

银谷~ ~走西口》等影视剧的热擂，使广大民众开始接触、知晓、了解、

研究明清时代商帮之肯一一晋商。

晋商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的重商立业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

观、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同舟共济的协调思想，己为人们所熟知。一种

精神的形成，与时代背景、文化环境、地域特点等有着很大的关系，还有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育"。而这一因素往往不被关注，少有研

究。笔者试图追随着晋商成长的脚步，寻觅被人们忽略的教育在晋商发展

壮大过程中的作用。

翻阅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历史，商家可是正史不留痕迹，晋商在野史中

也寻不到片言只语。但是有关晋商教育的历史素材却不难寻觅。从世人相

传到家谱记载、从文人笔记到院落文化，无不透露出浓厚的教育气息。

关于晋商教育研究并非无人涉猎，但有许多都作为反面教育素材出

现，其中徽商研究者就认为"山西人及晋商对教育极不重视"。这种结论

局限于某一历史阶段、某种特殊现象、某人的片言只语，仅由此得出结论

是否过于草率?这种观点，其主要证据是当时的山西年轻人多经商而少应

试，那么，我们现在能不能根据温州商人居多，就得出"浙人不重视教

育"的结论呢?

山西乃中华民族的摇篮，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文化名人如星光璀琛，

001 



这与山西人先进的教育观念及发达的教育行为不无关系。 在茫茫的历史长

河中，晋商的兴衰可能是历史的一个阶段，但晋商教育对山西近代教育的

促进以及现代教育的启迪却意义非凡。

游走在肯朴的大院，感受着浓郁的文化氛围，挖掘晋商教育的历史素

材，以念先丰且，昭示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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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飞t.r.L

第一节浓郁的教育氛围 叫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教育走向顶峰。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传统教育在形 i 
式上高度完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应有尽有。在山西，府学、县学、书院、社学、义学、 ; 

私塾，多样的教育形式遍及全省各地，从官到民、从士到商，形成一种追求读书、

重视教育的风气。这是后来晋商兴学童教的基础。

一一…一一一一一甲一阵i
社学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山西地区的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和综

合性。正如著名晋商研究学者葛贤慧教授在其《商路漫漫五百年一一晋商与

传统文化》 一书中所言"从历史上来看，山西这片黄土地，始终处于汉族文

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碰撞 、 融合的中间地带……民族的反复融合使山西的黄土

文化中不仅具有中原崇礼、重教、讲义、守信、节俭的文化特征，而且有少

数民族挠勇豪爽、刚毅自强、吃苦耐劳、敢闯敢干的性格。厚重的文化积淀

给予山西人这些特点。"毫无疑问，这种区域文化是晋商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私塾;:在关键词:义学

士民热心

明清时期，地处内陆的山西，虽然其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不及南方一些

省份，但是， 山西地方官员对教育活动还是比较重视的。

地方上的行政官员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的作用和意义，典型的人物比如

明代万历年间曾一度执掌山西军政大权的吕坤，他在位期间就非常重视学校

教育。他认为，人们心术道德的好坏，纯系教育的产物。教育对士阶层关系

尤为重大，因为他们是封建官吏队伍的重要后备军。学校教育的成败，可以

说直接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废。

兴办学校和督责教育工作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官施政的组成部分。 据《灵

石县志》记载，灵石县夏门村人梁中孚在做官期间书院、义学有废必兴。

官员主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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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望族及晋商重点宅院分布图

有事下乡 ， 闻读书声即喜 ， 亲到塾中与儿童正句读 ， 语以作文……"主管教

育工作的官员更是尽职尽责 。 嘉庆《灵石县志》记载 ， 灵石县人张攀月， 曾

经在祁县担任教谕一职 ， 其间，注重训导和奖励读书人 ， 而且积极修建学宫。

为了让更多穷苦人家的儿童也能接受文化教育， 一些开明官吏还慷慨捐资或

积极筹资开办义学。 据 《 山西通史 》 记载，康熙十六年 ( 1677 )，阳曲知县

戴梦熊在县里筹资办起 7 所义学 ; 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榆次知县助民间

办起 9 所义学 ; 雍正三年 ( 1725) ， 洪洞知县孔传忠捐资兴建义学 5 所 ; 乾隆

二十七年 (1762 ) ， 悖县(今山西原平)知县邵丰嵌捐建义学 6 所。

地方官重视教育 ， 民间士子也积极行动。 他们设立义塾、义学，慷慨捐



助书院 ， 注重藏书，便于更多的本族子弟和贫

穷的邻里邑人接受教育。

在嘉庆和民同的 《灵石县志》 中 ， 到处充

j益着设立义塾、义学的史料记载。 张鸿献不仅

自己"好读书 ， 手不释卷而且在村中设立义

塾 ， 亲自任教 ， 免费教授前来求学者。 酷爱读

书的刘敬 ， 在家附近设立义塾以供乡邑子弟就

读。 乾隆庚子举人陈德溥捐资建义学二所"

梁以治在村中设课 ， 培养俊秀 ， 多所成就"

在乾隆《太谷县志》 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 山西各地的县志、族谱中有

很多关于晋商设立义学义塾、捐资

助学的记载。

/ 事生-/ • 、、白，句:二句

d主斗弯 延伸阅读 §卡 专幸亏司

义学，也称"义塾"。 中国旧

时依靠官款、地方公款或地租设

立的，供贫寒子弟免费入学 ， 启

蒙阶段的教育机构 ， 以识字为主。

i者生武文焕 ， 在南席村设立义学 ， 以教贫民子弟。

郭里村人白长庚 ， 在村中设立义塾 ， 招收邻人

子弟入塾读书，对于家庭贫困者还免费为其提

供纸张笔墨等学习用品 ， 对此 当地知县曾给予

应表。

同治《河曲县志》记载 ， 河曲人邬大成在

村中魁星楼设帐授徒，教学有方 ， 在当时影响

很大。

相关史料还记载 ， 解川、I (今属运城)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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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膺瑜 ， 曾于嘉庆十三年 ( 1808 )捐银建成川、|

中义学 5 所。

其实 ， 关于民间士人设立义学、义塾的记载 ，

在当时山西各地的县志中都为数不少 ， 不胜枚举。

义塾、 义学的设立 ， 使贫寒人家的子弟可

以免费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

设立义塾、义学问然可赞可叹 ， 捐助书院

更不失为一种督责教育的捷径。 比如太谷县hE

贡生孟建春 ， 家境并不富裕 ， 从小就过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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